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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种 商 品 配 合 饲 料 对 草 鱼 生 长 的 影 响

作者:林仕梅 谭北平 魏万权 期号：2006年第4期  

   

    摘 要 试验在池塘小网箱养殖系统中研究了I（CP23%）、II（CP25%）、III（CP25%）、IV（CP30%）4种商品配合饲
料对草鱼生长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①在4个试验组中，以II、III、IV组的生长效果最佳，其瞬间生长率达到1.88%
~1.96%，与试验I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而试验I组草鱼的内脏比最小（P<0.05）。②从饲料系数来看，也是以IV
组最小，达到1.32，与其它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表明饲料的利用效率最高。其次为III组,然后是II组；以I组最
差,饲料系数达到3.11。③从养殖效益来看，每千克鱼的饲料成本，低档料高于高档料；硬颗粒饲料高于膨化饲料。 
    关键词 草鱼；饲料配方；生长影响；饲料系数；鱼体品质；养殖成本 
    中图分类号 S965.112 

    草鱼是我国传统的主养经济鱼类。目前，草鱼在我国淡水鱼类养殖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左右），仅次于鲢鳙。尤
其是广东珠江三角地区，草鱼作为池塘养殖的主要对象，其养殖面积和养殖产量都占据着该地区水产养殖业的主导地位。但
近年来，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草鱼的养殖效益降低。为了降低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效益和改善养殖鱼体品质。对草鱼人
工饲料配制技术的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本试验进行了4种配合饲料对草鱼生长影响的研究，旨在筛选出对草鱼生
长较适宜的人工饲料配方,为水产养殖的生产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养殖系统 
    试验在池塘小网箱养殖系统中进行。池塘面积为3 000m2，水深2.0m，池塘内设置20个小网箱，单个小网箱容积为
2.7m3(1.2m×1.5m×1.5m)，小网箱用聚乙烯材料编制而成。定期补充天然水，以保持水质清晰；采用叶轮式增氧机定期增
氧；试验期间养殖用水的溶解氧保持在6mg/l以上；试验水温28~30℃。 
1.2 试验鱼 
    试验鱼体健康、规格一致，每箱放养30尾。在小网箱中用普通饲料驯养两周待草鱼适应环境后再开始试验。 
1.3 试验饲料 
    用市售商品饲料原料进口鱼粉、肉骨粉、豆粕、菜粕、棉粕、玉米、次粉以及复合预混料配制成I、II、III、IV 4种
试验饲料，饲料原料均粉碎过40目筛。其中I和II组制成Φ2.5cm的硬颗粒饲料，而III和IV组制成Φ3.0cm的膨化饲料。采用
常规方法测得试验饲料的常规营养组成见表1。 
复合预混料由青岛玛斯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各试验组添加量相同。 

1.4 饲养管理 
    试验开始，将预试二周后的试验鱼随机分成4个试验组, 每组3个重复, 每一重复30尾草鱼, 尾均重基本一致。分组情
况见表2。 
    试验期间，每日定时注入部分新水，并排出部分池水。每天8:30、12:30、18:30各投喂一次，采用定点、定量人工投
饲，投饲率2%~4%。每天测定水温、pH值，每15d用生石灰进行池塘消毒。试验期间水温28~30℃、pH值6.8~7.1、溶氧
6.8~8.5mg/l。正式试验期为50d。试验结束时,饥饿24h准确称重,并统计饲料量。 
1.5 样品分析和计算 
    饲料的粗蛋白质含量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粗脂肪含量采用索氏抽提法；粗灰分含量采用高温灰化法测定；采用EDTA快
速测定法测钙(Ca)含量和钒钼酸铵比色法测定磷(P)含量。 
    饲料系数=消耗的饲料量/鱼体增重量 
    瞬间生长率(%/d)=（lnWt－lnW0）/d 
式中：Wt——试验结束时鱼体尾均重(g)； 
      W0——试验开始时鱼体尾均重(g)； 
      d——养殖试验天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草鱼生长速度的影响 
    经过50d的正式养殖试验，得到草鱼生长试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在4个试验组中以II、III、IV组的试验结果最
佳，其瞬间生长率达到1.88%~1.96%，与试验I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各试验组成活率均在95%以上，差异不显著
（P>0.05），这说明4种商品配合饲料对草鱼的成活率是没有影响的。 



 

 

 

 

    另外，II和III组的蛋白水平相同，但加工工艺不同，II组是硬颗粒饲料，而III组是膨化饲料。从瞬间生长率来看，
III组为1.96, II组为1.89，两者差异不显著（P>0.05）。这表明在相同蛋白水平下，饲料加工工艺对鱼的生长没有表现出
差异显著性。两个试验组的蛋白源相同、蛋白质量配比不同，这里没有考虑，仅考虑配方成本。 
2.2 对饲料利用效率的影响 
    各试验组的饲料利用效率用饲料系数表示，结果见表2。饲料系数以IV组最小，达到1.32，与其它组相比差异显著
（P<0.05），表明饲料的利用效率最高；其次为III组,然后是II组，以I组最差,饲料系数达到3.11。本试验于2005年7~8
月期间进行，气温、水温均很高，水温保持在28~30℃左右，达到草鱼正常生长的水温(22~28℃)，而且试验是在池塘小网
箱中进行的。所以，该试验结果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也具有科学的说服力。 
    另外，I、II组是硬颗粒饲料，而III、IV组是膨化饲料。从试验结果来看，III、IV组的饲料系数显著低于I、II组
（P<0.05），这说明膨化饲料优于硬颗粒饲料。II和III组饲料的蛋白水平相同，两者生长速度表现一致，而III组的饲料
系数显著低于II组（P<0.05），因为试验在室外池塘中进行，很难精确的确定鱼的摄饲量。这究竟是膨化饲料的利用率提高
还是因为节约饲料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膨化饲料对环境的保护和饲料的节约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2.3 对草鱼品质的影响 
    我们测定了内脏总重占体重的百分比和肥满度，以其作为评价草鱼品质的指标。因为不同的配合饲料在促进鱼生长加快
的同时，也使鱼体的肥满度和内脏重量显著增加，鱼体抗应急能力下降。各试验组分别取10尾鱼进行解剖和测量，所得结果
见表3。 

    从表3可知，各试验组的内脏重占体重的百分比有显著的差异（P<0.05）。表明不同的饲料配制技术对减少内脏重占体
重的百分比的贡献是不一致的，体现了科学合理的饲料配比的重要性。内脏重与体重比的减少这一般是通过减少鱼体内脏中
脂肪积累的结果。这一结果说明4种饲料对降低鱼体内脏脂肪积累的作用大小是不一致的，这对集约化养殖鱼类改变体型、
显著降低内脏重占体重的百分比具有很好的作用。在4个试验组中，以I组的内脏重占体重的百分比为最小，其次为II组，以
III、IV组最大。这说明I组饲料对改善鱼体品质有积极作用，也体现了它的优势所在。从肥满度来看，以I组的肥满度最
小，显著低于其它各试验组（P<0.05），其余各试验组较一致，肥满度差异不显著（P>0.05）。 
2.4 养殖效益分析 
    从饲料成本方面考虑，对养殖效益进行分析。由表4可见，每千克鱼的饲料成本，低档料高于高档料，也就是说，低档
料的养殖利润不及高档料，从试验结果来看，可以增加利润41%~75%；每千克鱼的饲料成本，硬颗粒饲料高于膨化饲料，也
就是说，硬颗粒饲料的养殖利润不及膨化饲料，从试验结果来看，至少可以增加利润19%~34%。这体现了高档料和膨化饲料
的养殖优越性。目前淡水池塘养殖常规品种，通常采用人工倒料的方式进行投喂，饲料浪费很大，并且增加了饲料加工企业
的生产成本。从这方面来看，膨化饲料至少可以起到节约饲料的作用。 

3 结论 
    综合上述试验，结果表明：IV组饲料对草鱼的促生长效果最好，能显著提高饲料的利用效率和养殖效益而I组能显著降
低养殖草鱼的内脏比，对改善鱼体体型有好的作用，这是该饲料的一个显著特性。表明这两种配方有不同的特点，实际生产
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配方设计。其次为III组，第三为II组，I组效果最差。 
    本试验的结果也充分说明，配方质量和加工工艺是现代水产养殖效益提高的关键，不能盲目只顾眼前考虑每千克或每包
饲料的价格，应从每千克饲料的最终养殖效益来进行评价。  

（编辑：高 雁，snowyan7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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